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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第 十 三卷 ， 總第 四 十七 期 ，2 0 00 N
o
. 1 ， 1 4 1 － 1 4 5

澳門教育改革
＊

蘇朝暉 潘詠賢 ＊ ＊

前 言

踏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世界各地紛紛提倡教育改革。大勢所趨，澳門亦

自八十年代末期開始推行教育改革。在接近十年的教改過程中，透過政府與民間機

構共同努力下，各項教育政策順利展開，使過去的澳門教育得以去蕪存菁，創造一

套完整的、屬於澳門的教育制度。然而這個教育制度的出現，不代表著教育改革的

終結，教育改革最終的目標是使澳門的教育達到公平、有效率、有素質的教育。這

是澳門，以至世界各地所追求的主要目標。

教育改革在追求什麼

回顧過去澳門的教育，大部分以私立學校為主。正因如此，過去澳門有著各種

的教育制度存在。例如在學制方面，分別有三三制（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五一

制（五年中學、一年大學預科）、三二一制（三年初中、二年高中、一年大學預科）

等等。除學制有不同外，課程的編排上、採用的教學內容以及教科書的來源亦不相

同。如某些學校使用來自香港的教科書，或來自台灣、中國大陸等地的教材，以至

英文學校採用外國的教科書等。多種教育制度並存的現象，加上大多數的私立學校

本身具有一定的自主權及自由度，導致過去澳門教育質素的差參。

面對過去多種教育制度並存、教育質素差參的情況，澳門的教育改革所要追求

的是什麼？實際上教育改革是希望因應澳門本身以私校為主的基礎上，配合澳門社

會經濟發展的步伐，創造一個適合澳門的教育制度。這個教育制度能夠發揮多元化

教育模式的優勢，保存過去私立學校具有的競爭力、效能。同時，透過這個新的教

育制度，促進教育現代化，提高澳門教育的素質，提供一個公平的教育機會給本澳

的每一位市民。

＊ 本文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舉行由行政暨公職司與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合辦的“澳門公共行政前

瞻”研討會的發言稿，文中所提及的教育暨青年司現稱為教育暨青年局，並受社會文化司所管轄。

＊＊ 蘇朝暉 澳門特別 行政區教 育暨青年 局副局 長

潘詠 賢 澳門特別 行政區教 育暨青年 局中學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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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開展

在整個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概括地包括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系統的教育

法體系：在一九九一年頒佈1 1／91／M澳門教育制度法律及其後陸續公佈的補充性法

規。這套教育制度法規包括：教育委員會法令、教育暨青年司組織法、私立教育機

構通則、會計制度法令、課程組織法令、教師培訓法令、成人教育法令、有特別教

育需要的學生教育法令、職業技術教育法令等，構成一套完善的教育法體系。這套

教育法系主要提供一個行為手則，一方面規範著行政當局在教育範圍內應遵行的工

作，另一方面規範著被規範的某些行政機構或個人，包括學生、家長、老師及學校

當局本身應有的行為規範。而教育暨青年司作為教育的行政部門，在這套教育法體

系中，不只是守法的部門，更是執法的部門，使受法例規範的所有行政單位或個人

遵守法律。同時透過這套法規，進行教育的發展及計劃。

第二，重組教育行政部門：在過去被稱為教育司的教育行政部門，主要職責是

管理官立學校的教育工作，相對於佔大多數的私立學校，只由一個處級部門負責向

私立學校提供支援，以及一個廳級部門向全澳學生提供學界福利。現在藉著教育行

政部門的重組，提供一個合理、有效率的架構及組織 教育暨青年司（簡稱教青

司），並透過此一合理的組織，進行高效率的行政工作，面向全澳的官立與私立學

校，進行教育行政管理。

教育暨青年司由一位司長與兩位副司長組成其領導層，下圖為教青司的組織架

構圖：

領導層下設有4個廳、1 1 個處；另外包括有督學、各個青年中心、教育活動

中心及1 6間官立學校。從研究、計劃 執行一評估的運作模式來看，教育研究暨

資源廳的職責在研究教育與青年等問題、制訂各項政策、協助提供教育上所需的資

源。教育廳與青年廳則為執行的部門，教育廳負責執行教育相關的法令以及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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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工作，青年廳負責執行青年方面的工作，推動青年的事務。而督學則肩負著評

估的工作，輔助學校與教師在教學方面的工作，監察整個教育制度的行政及財政效

益。另外，作為後勤支援的部門 學校管理暨行政廳，其職責是提供教育部門、官

立學校在人事、財政及財物方面的支援。以上各部門形成了教育暨青年司的主要運

作方式。加上各個青年、教育活動中心、青年旅舍等在工作上的配合，形成有系統

的教育行政體系，有關各部門的資料可在教青司的網頁（ht t p：／／www．dsej ．gvo．mo）

上查閱。

第三，投入更多資源：為著學校的教育主要需要的空間及金錢，政府在過去十

年，透過更多的資源投入，特別是在財政及土地方面的投入，用以發展澳門的教育。

第四，推行教育改革的各項政策：當法律上所有依據，增加財政與人力等資源，

並透過各項教育政策來推行教育改革，如施行免費教育、批地建校、提供教師培訓和

推行課程發展等工作，提高教育服務的質素，使教育制度更具效率，更公平。

教育政策的執行

免費教育早在教育改革開展以前，已在官立學校實施，為澳門市民提供免費教

育，在95／96學年開始，便全面推廣至私立學校。這項政策的實施由初期的六成學

生獲得受惠，直至在99／2000學年已超過八成的學生享受此項服務。而未來澳門教

育將進入新階段，不只是免費教育，還會實施義務教育（或稱強制性教育），以確

保所有適齡的學童取得最基礎的教育。事實上，由統計的數字上顯示出，在1 996

年，年齡介乎6－1 1歲的兒童，在學率已達99．5％（見圖1），表示這批適齡入學的

兒童當中，大部分均在接受教育。而未能達到百分百的入學原因，為存在著在學人

口流動的因素，如新移民的遷入與某部分居民移居外地等。

圖1：在學率（摘自統計暨普查司的官方資料）

此外，在批地建校方面的工作，由1 993年開始進行校舍興建，直至1 999年

止，總共建造了36間新學校，提供約二萬個新學額，逐步降低每班學生的人數。

回顧過去，學前教育方面平均每班人數由91 年46 ．2人降至96年42 ．1 人（見圖

2），而在98／99學年開始，平均每班人數已在40人以下。導致學前教育每班學生

143



人數下降的因素除出生率下降外，主要是批地建校所增加的學額。在小學教育方

面，由於在八十年代中末期出生率的提高，約有七千八百新生活嬰，導致91 年至

96年間處於小學階段的人數大幅度的上升。透過批地建校的工作，使由96年的平

均每班人數4 7．5人降至現在平均每班人數44人左右，已解決大部分學額不足的問

題。另外，在中學教育方面，每班的人數雖然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在未來的數年

間，預計此階段的學生人數會有稍微增加，而批地建校的工作亦會持續進行下去，

以解決未來學額的需要。

圖2：平均每班人數（摘自統計暨普查司的官方資料）

教師培訓方面，教育暨青年司提供多方面的培訓課程，包括有職前培訓、在職

培訓、專業培訓與延續培訓。從圖3顯示出教師的學歷在學前、小學與中學各階段

都有上升的現象。尤其是在中學階段，已有九成的教師具有師範的培訓。

圖3：教師學歷（摘自統計暨普查司的官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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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課程的發展。在教育的改革中，各

項教育政策的執行，更是少不了課程這一環節。教育暨青年司轄下的課程改革工作

小組，自1 994年9月成立至今，已將幼兒教育、小學教育及初中教育各年級各科

的課程大綱編製完成，而提供一套完整的屬於本地的教學大綱。目的是希望透過這

套課程大綱，給本地教師一個藍圖，依據學生的個別差異，選取恰當的教學內容，

自備一套適合的教材，讓學生得到全人的發展，使教學更具靈活與效率。

小 結

教育改革不斷地深化，鞏固現有的澳門教育制度，在行政當局和民間共同的努

力下，進一步發揮這個制度的優點，提高澳門教育的素質，為下一世紀的中國澳門

培養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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